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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2 月 1 日出版的第 23 期《求
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守
正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1月至2024年8月期间
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我们从事的是
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
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
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
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
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
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
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
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
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
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
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个根脉。要有效把马克
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
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

思想高峰。
文章指出，守正创新是我

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
思想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
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
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
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
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
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的历史过程。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新征程上，首先要守好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
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
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
向。同时，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
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
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
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文章指出，要深刻领会和

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原则。坚持守正创新，既要有
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四个自
信”不动摇，又要有敢创新、勇
攻坚的锐气胆魄，推动改革不
断取得新突破。要坚持守正和
创新相统一，该改的坚定不移
改，不该改的不改。改革无论怎
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
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
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
了就坚定不移抓。

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守
正创新的民族。要坚持守正创
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
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
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新时代
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
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必 须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立军
通讯员 刘晟） 11 月 29 日，全
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
会在武冈召开。市委书记严华出
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机遇、主动
作为，努力走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为邵阳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程蓓出席。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拥
军主持会议，市领导龚红果、仇珂
静、刘卫军、杨卫平、罗玉梅出席。

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把县
域经济发展摆在全局位置来谋划
和推进，深入实施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七大提升行动”，推动规
模效益有新提升、产业发展有新
进步、城乡融合有新图景、民生福
祉有新改善。武冈市、邵东市、新
宁县分别获评 2023 年度全省县
域经济先进县、县域经济突出贡
献县、县域经济创新进位县。

会议指出，邵阳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在县域、短板在县域、潜力
也在县域。要清醒看到县域经济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充分

认识把握当前重大利好叠加的战
略机遇期，切实增强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坚定信心决心、创新思路举措，奋
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
破、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突出特色优势，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旅则
旅，找准主攻方向和细分领域，着
力打造优势明显、集中度高、效益
好、竞争力强的主导产业。要突出
提质增效，创新招商引资思维办
法，把主要精力转到比环境、比服
务、比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上
来，既做大“存量”、又招引“增
量”，全面提升招商引资的质量和
效益。要突出城乡融合，深入推进
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大力培育发展富民产业，推
动城乡增活力、发展增效益、农民
增收入。要突出绿色发展，处理好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打
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

态环境持续优化，切实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突出有效
防范，着力守好金融安全、安全生
产、社会稳定等底线，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补齐民生短板，全力以
赴惠民生护稳定。

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狠抓
落实，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各县市要切实扛起
主体责任，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
和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持续为基层
减负赋能，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
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直有关部门
要认真履职尽责，落实好支持县域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促进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各
级领导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经
济思想，不断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
本领，努力成为抓经济工作的行家
里手。

会前，与会人员参加了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讲座，并到武冈
市、洞口县、新宁县、绥宁县、城步
苗族自治县部分企业和项目观摩
产业发展情况。

会上，武冈市、邵东市、新宁
县先后作了交流发言。

严华在全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因地制宜强产业 城乡融合促振兴
努力走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程蓓出席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莫雪霈） “虽然受了
处分，但我的内心却感到轻松和
温暖。我现在工作更有干劲和冲
劲了，我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组织
的关心关爱！”11 月 22 日，在邵
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进行回
访时，某村党总支书记梁惠道
（化名）表示。

今年 7 月，梁惠道主动向镇
纪委坦白了自己多年隐瞒行政
处罚经历一事，受到了党内警告
处分。为了帮助梁惠道卸下思想
包袱、找回工作状态，县镇两级
纪委组成回访工作组，结合其违
纪事实、处分类型和性格特点等
因素，量身定制回访套餐。通过

面对面谈心谈话开展回访教育，
鼓励梁惠道找回初心，继续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一线，赢得村民信
任和尊重。

“我觉得帮助‘跌倒干部’重
回‘初心赛道’，是我们新时代纪
检监察工作的一大亮点。”邵阳县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邵阳县纪委监委一方面将精
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
为加强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干
部的有力抓手，扎实开展谈心谈
话；另一方面，坚持严管厚爱结
合、激励约束并重，严格落实“三
个区分开来”要求，打好案件查
办、回访教育、激励担当组合拳，
引导受处理处分的党员干部化压

力为动力，让监督执纪更有力
度、更有温度、更见实效。

“组织给予的处分并没有影
响梁惠道的工作热情。这段时
间，他正忙着在各村组院落召开
民情恳谈会，动员大家一起谋划
发展新的特色产业。”村里党员干
部反映。

据悉，今年下半年，梁惠道认
真贯彻落实上级“迎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要求，成功邀请一位老板
回乡投资蓝莓种植产业。在镇党委
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该村目
前已流转土地33公顷用于蓝莓规
模化种植。预计项目落地后，将提
供约400个就业岗位，为村集体经
济每年增收30万元。

“我们将继续做好‘后半篇文
章’，巩固回访教育常态化机制，把
精准问责、容错纠错、澄清正名、暖
心回访、减负增效等贯通起来，营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邵阳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邵阳县推动“跌倒干部”重回“初心赛道”

从“有错”变“有为”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11月28日上午10时许，双清区
福星·御景园小区内，两辆满载
电梯设备的货车抵达，亚洲富
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马上忙开了——卸载设备，
为小区更新电梯。自此，该小区
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正式开工。
这也是我市首个开工的超长期
特别国债老旧电梯更新项目。

福星·御景园小区共有 6
栋商住楼，所有电梯均已使用
15 年以上时间。因运行时间
长，加之原电梯生产厂家倒闭，
无法得到及时维护，电梯严重
老化，经常出现故障，给居民带
来安全隐患和出行不便。

“早就想更换电梯了，可之
前高昂的费用，让我们望而却
步。还好国家出台了惠民政
策。”小区业委会主任朱级林介
绍，今年“两重”“两新”送解优
专项行动开展后，在有关部门
的宣传、指导下，小区及时掌握
政策，第一时间申请住宅老旧
电梯更新政策资金支持，成功
申请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
贴支持名额。国家将给予每台
电梯15万元补贴，超出部分由
小区业主自筹，极大减轻了更
新电梯的经济负担。为此，他们
将全部电梯进行更新改造。

今年以来，国家大力支持
老旧电梯更新，统筹安排超长

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各地对
使用 15 年以上的住宅旧电梯
实施更新。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总工程
师王跃辉介绍，今年以来，特别是

“两重”“两新”送解优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全市各级住建部门积极
宣传，鼓励、支持各地抢抓特别国
债资金支持机遇，加快推进老旧
电梯更新改造。目前，全市已完成
首批老旧电梯更新申报。

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营销总监罗莎介绍，将全力
以赴保证施工进度，力争在年
内完成所有老旧电梯更新，让
福星·御景园小区的群众早日
用上舒适、安全的新电梯。

我市首个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开工

“高龄”电梯焕新颜

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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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贻华 摄

“今年雪里蕻长势非常好，
大的足足有一米多高呢！”11
月28日8时，在双清区渡头桥
镇新渡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内冬
日“丰”景如画，廖美云挑着盛
满雪里蕻的担子展露欢颜，几
名工人正忙着收割雪里蕻，一
排排刚收割完的雪里蕻在地里
整齐铺开。

雪里蕻俗称“雪里红”，常
用来做腌菜，腌制后的雪里蕻
具有特殊的鲜味和香味，食用
可以开胃，增进食欲，深受人们
喜爱。1969年出生的廖美云是
非遗项目邵阳扑坛菜第四代传
承人，她将祖传制菜与工业化
生产相结合，带领乡亲致富增
收，闯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

耳濡目染，祖传手艺

焕发新魅力

“我小时候爷爷、爸爸常用
萝卜做菜给我吃。剩下的萝卜
叶洗净晾干后，放一点盐揉搓，
然后放瓦缸里，上面放一点稻
草封口，倒扑在一个盆里，近两
个月后把它取出来，整个院子
都是盐菜的芬香。”廖美云回忆
到，“邻里乡亲都喜欢吃我家的
扑坛菜。我记得，有一次我家炒

了一大锅的扑坛菜送给邻居们
吃，大家都说只有我们家的扑
坛菜最香，好吃得很，爷爷奶奶
听了开怀大笑，大家脸上都是
笑呵呵的。”

在家人的巧手中，如雪里
蕻、大头菜、刀豆、长豆角等绿
色蔬菜都可以制作扑坛菜，香
气四溢。耳濡目染下，廖美云对
祖传的扑坛菜有了深厚情怀。
1985年，她开始跟随父亲廖吉
生学习扑坛菜制作工艺。2004
年，她接手父亲创办的邵阳市
利海农产品加工厂。“扑坛菜是
我祖辈传下来的，为了让扑坛
菜更好地传承下去，也为了我
自己的一份事业，我把全部心
思用在钻研学习和打开销路
上。”廖美云说。

洗净、烫菜、晾干、揉盐、入
坛……邵阳扑坛菜看似简单的
制作流程，每一道都需要投入
匠心，是阳光与食盐共同作用
的结果，也是智慧与生活经验
的结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传统的扑坛菜制作只能满足少
量的需求，想要大批量生产扑
坛菜，必须创新改进。廖美云在
承袭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果断

将腌制蔬菜的小坛换成大缸。
缸的挑选很有讲究，要透气且
不渗透，密封性得好。在位于双
清区的邵阳市利海农产品发展
有限公司工厂内，大大小小整
齐摆放着近2000口缸，都是廖
美云亲手挑选的。

除了改进工艺流程，把好
质量关，按国家食品要求进行
批量生产包装。廖美云多次赴
山东、上海、广东等地参加交流
订货会，把邵阳本土扑坛菜带
到各个展销会现场宣传推广，
打响品牌，打开市场。如今，她
公司的扑坛菜单品每年收益约
600万元。

反哺家乡，带领乡亲

致富增收

要为市场提供充足优质产
品，新鲜优质的食材少不了。蔬
菜原材料需保证不施农药，现采
现摘，绿色无污染。早年间，廖美
云选择从老家邵阳县诸甲亭附
近的农户手里收购蔬菜，再运往
邵阳的工厂进行深加工，但很快
供不应求。 （下转2版）

“雪里红”带来“日子红”
——看看邵阳扑坛菜“女王”廖美云的致富经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